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粉 防 己 S teP ha ni a t e tra
n

dra s
·

M
o o r e t和马兜铃科 广 防己 A

r i s to l o ei ha

a f
ng ci h

,

木

防 己的主要成分是木防 己碱 ( tr ifo ib ne )
,

亚 急性毒性

试验表明碘化二 甲基木防己碱 不引起心肝肾明显病

理 变 化
。

粉 防 己 的 主要 成分是 粉 防 己 碱 (t e t ar n -

dr in e ,

汉防己 甲素 )
,

静脉给药中毒 剂量 时可产 生局

部组织刺激
、

肝肾及淋 巴 组织坏死等
,

长期 口服 给药

则 对肝肾及 肾上腺 有一定毒性
,

其中以肝损害为 重
,

且损害程度与药 物剂量有一定 正 比关系
。

广 防 己的

主要成分是 A A
,

研究表 明
:

A A 对家兔
、

山羊
、

大 鼠
、

小 鼠和人体均有毒性
,

特别对啮齿类动物有强 致癌

作 用
;
药代动 力学研究 提示

:
A A 在人体内有蓄积

,

对肾脏的损 害存在量
一

毒依赖关系
,

主要特征是 肾小

管坏死
。

德 国学者 M en gs 还在组织学和实 验室研究

相 结合的基础上
,

观察不 同剂量 A A 的肾毒性
,

证实

其组织学 表现 为 肾小管上 皮细胞 坏死
,

功 能上 血肌

醉和尿素氮上 升同时 伴尿糖
、

尿蛋白
、

尿 N
一

乙 酞
一

各

氨基葡萄糖昔酶
、

尿 7
一

谷氨酞胺转移酶
、

尿苹 果酸脱

氢酶 相 应增 加 〔5 一叼 ,

与 C H N 肾损害 相 比较二者接

近
。

关于防 己 的毒 副作用
,

古人早有察觉
,

曾形 象地

比喻说
: “

防 己如 险健之人
,

幸 灾乐祸
,

能首 为乱 阶
” 。

并 明言其用药三忌
: “

若夫饮食劳倦
,

阴虚 生 内热
,

元

气谷食 已 亏
,

以 防己 泄大便
,

则重 亡其 血
,

此不 可用

一 也
。

如人大渴 引饮
,

是 热在上焦肺经气分
,

宜渗泄
,

而 防己 乃下焦血分药
,

此 不可用二也
。

外 伤风寒
,

邪

传肺经
,

气分湿热
,

而小便黄赤
,

乃至不通
,

此上 焦气

病
,

禁 用血药
,

此不 可用三也
” 。

指出
“
大抵 上焦湿热

者皆不可用
。

下焦 湿热流人十二经
,

致二阴不通者
,

然后审而用之
”
l0[ 〕 .

而不经辨证伍用防 己减肥
,

正如

T ia 批评的那样 ll[ 〕 ,

严重违反防 己用 药及配伍原则
,

因此
,

犯 忌中毒
,

在所难免
,

这种教训应认真 吸取
。

综上所述
,

我们有 3 点认识
:

1) 避免无知 用药
,

防止 给病人带来 意外 的医源性损害 ; 2) 严禁无理 配

伍
,

特别是中西药配伍使用前
,

要有可靠的 临床和实

验依据 ; 3) 迫切需要深人研究 中药肾毒性机制
,

从而

指导临床安全合理用药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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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柴胡汤的药理作用和临床研究

杭州市药物研究所 ( 3 1 0 0 23) 何娜丽 徐声林

大柴胡 汤 系 东汉 名 医 张 仲景 《 伤寒论 》中的 名

方
,

其姊妹方 为小柴胡汤
,

小柴胡汤 由柴胡
、

黄荃
、

人

参
、

甘草等 7 味药组成
,

是治疗少 阳半表半里症 的有

效方剂
,

具有 和解少阳
,

清热解毒
,

疏肝和 胃
,

扶 正祛

邪 之功
。

大 柴胡 汤是 由小 柴胡汤 去人参
、

甘草加芍

药
、

大黄组成
,

主治少 阳病兼 阳明里 实症
。

大柴胡汤

症是少阳病主要病症
,

临床较 为多见
,

是古今临 床常

用 方剂
。

有关此汤 的研究报道很多
,

现将有关药理作

用和 临床应用综述如下
:

1 药理作用

大柴胡汤的主要功能是和解少阳
,

通里 泄热
,

方

中柴胡解少 阳之郁滞
,

黄芬清解胸腹之热
,

大黄通里

泄热
,

权实破结下气
,

半夏降逆
,

芍药缓急止 痛
,

诸药

配伍
,

共奏和解
、

通里
、

泄热
、

止痛之功
。

综合国内及

日本有关研究报道
,

大 柴胡汤 有 以下 几方 面的药理

作用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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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.

1 利胆作用
:

大柴胡 汤具有 明显 的利胆和降低括

约肌张力的作用
,

并不抑制括约肌运动机能
,

这 对解

除胆汁
、

胰腺的僚滞无疑 是有利的
,

由于它能使括约

肌放松
,

再加上显著 的利胆作用
,

通过内冲洗又会有

助于炎症
、

感染 的消退
。

1
.

2 对 胃的保护作 用
:

大 柴胡 汤对 乙醇 和阿司匹林

引起的 胃粘膜损伤具有 明显 的保护作用
,

其效果优

于西米替 丁
,

能抑制组胺和五肚 胃泌素所引起的 胃

酸分泌过 多
,

能抑制 乙 醉 和阿 司匹林所引 起的胃 出

血
,

有 预防 胃溃疡 的作用川
。

1
.

3 抗肝病作用
:

大柴胡汤 能防止 C cl
;

引起的大

鼠急性肝损伤的 发展和 脂质过氧化 的增 长
,

改善肝

损伤的氧代谢活性
。

大 柴胡汤对药物引起的肝损伤
、

自身免疫性肝炎 有一定的抬疗效果
,

也可作为糖皮

质激素对脂肪肝并发症进行治疗
,

对慢性 活动性肝

炎
、

中毒性肝炎可作 为氢化拨尼松进行 治疗 图
。

1
.

4 降血脂作用
:

大柴胡汤对血清脂质
、

脂蛋白和

肝脂质有较好的作 用
,

能 明显降低高血脂豚鼠的 甘

油 三 醋
、

胆 固醇
、

低 密度脂蛋 白
,

升高高 密 度脂 蛋

白〔3 〕。

1
.

5 其它
:

大柴胡汤 还有治疗糖尿病
,

改善糖代谢
、

血液流变学
、

矿物质代谢等作用
。

2 临床应用

大柴胡汤 临床应用 比较广泛且效果 比较可靠
,

日本 已 开发 出大 柴胡 片剂
,

国 内临床应用也有悠久

的历 史
。

经大量 临床实验证实
,

此方能治疗胆 系急性

感染
、

胆石症
、

急性胰腺炎
、

胃及十二指肠穿孔
、

慢性

肝 炎
、

高 血压及脑血管意外
,

只要 出现适应此汤 的证

候
,

临床应用往往收效 显著
。

大柴胡汤能治疗胆
、

胰
、

溃疡病穿孔而免手术治疗
,

这对世界医学实为 一大

贡献
。

2
.

1 治疗消化 系统疾病

2
.

1
.

1 胆道感染
:

利 用大柴 胡 汤治疗 急性胆囊炎

4 0 例
,

痊愈 35 例
,

好转 5 例
,

有效率为 1 0 0 %
。

用大

柴胡汤治疗急性胆囊炎 6 27 例
,

临床治愈 6 06 例
,

有

效率达 9 6
.

6写 [ 4 ] 。

2
.

1
.

2 急性腆腺炎
:

用大柴胡汤加减治疗急性胰腺

炎
,

总有效率达 9 4
.

4 5% 仁5〕 。

2
.

1
.

3 慢性肝炎
:

由于 慢性肝炎在 中医病机上 为

“
湿热余邪未 尽

” ,

故先后 用大柴胡汤 为主随证加减

治疗慢性肝炎
,

前组 16 例中
,

痊愈
`

8 例
,

好转 4 例
,

无效 4 例
;
后组 50 例 中

,

临床痊愈 15 例
,

基本治愈

者 6 例
,

好转 22 例
,

无效 7 例
。

大 柴胡汤用于治疗慢

性肝炎
,

有排除毒物
,

保护机体免于受害和保护损伤

了的肝脏
,

有降浊升清 的作用
。

日本用大柴胡汤治疗

脂肪肝取得了满意的效果
。

2
.

2 治疗循环 系统疾病
:

用大柴 胡汤治疗高血压 和

脑血管意外
,

日本报道较多
,

特别 是对原发性高血压

病疗效较好
。

2
.

3 治疗 新陈代谢疾病

2
.

3
.

1 糖尿病
:

大柴胡 汤具有调节新陈代谢功能作

用
,

对糖尿病实证者有 良效
。

2
.

3
.

2 痛 风
:
大柴 胡汤对痛风有 治疗效果

,

国 内临

床有报道
。

2
.

4 治疗外科系统疾病
:
用大柴胡 汤治疗溃疡病急

性穿孔
,

主要 用于第二期
,

有效率达 87
.

6 % 6j[
。

此外
,

大柴胡汤 与桃核承气 汤或桂枝获荃丸等

合用治疗鼻窦炎
、

肥厚性鼻炎
、

湿疹
、

皮肤痰痒症等

也有一定 的疗效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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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刊加入 C h in
a
l n f o 信息服务系统

为 了实现科技期刊编辑
、

出版发行工作的电子化
,

推进科技信息交流的网 络化进程
,

经研究决定
,

本

刊入 网 C ih an Inf o( 中国信 息 )网络资源 系统 《电子期 刊 》
,

所 以
,

向本刊投稿并录用 的稿件 文章
,

将 一律由

编辑部统一纳人 C hi lla l fn
o
信息服务系统

,

进人因特网提供信息服务
。

凡有不 同意将 自己稿件纳人因特

网传送交流的作者
,

请来函声明
。

本刊所付稿酬 已包含刊物内容上 网服务报酬
,

故不再另付
。

网址
: h t t p

:

/ /w w w
.

e
h in a

i n f o
·

g o v
.

e n / p
e r

i
o d ie a l

《中草药 》杂志编辑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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